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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摘? 要］ 目的：探讨乙肝孕产妇乳汁中HBV-DNA含量与HBV血清学标志物阳性模式和血清HBV-DNA相关性。方

法： ELISA法检测乙肝孕产妇血清学模式，荧光定量PCR分别检测乙肝孕产妇血清中HBV-DNA浓度与乳汁中HBV-

DNA浓度，并对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。结果：109例乙肝孕产妇中HBeAg阳性患者，乳汁和血清中均具有较高浓度

的HBV-DNA，具有较高的传染性，同一患者血清与乳汁中HBV-DNA具有一定的相关性。 

[Abstract] Objective: To investigate the maternal hepatitis B in HBV-DNA content in breast milk 

and serum markers of HBV-positive serum HBV-DNA patterns and correlation. Methods: ELISA assay of 

maternal serum model of hepatitis B, hepatitis B were detected by fluorescence quantitative PCR in 

maternal serum HBV-DNA levels and HBV-DNA concentration in breast milk, and the results were 

analyzed retrospectively. Results: 109 patients with HBeAg-positive hepatitis B patients in 

pregnant women, breast milk and serum were higher concentrations of HBV-DNA, with higher 

infectious, serum and breast milk in the same HBV-DNA has some relevance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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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?? 近年来，乙肝病人日趋增长，乙肝对人类的危害已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，尤其是乙肝孕产妇，母婴垂直传播

乙肝病毒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，我国每年有80万儿童通过母婴垂直传播传染乙肝，据WHO初步估计，全球的HBV表

面携带者30%～50%是母婴传播所造成的［1］。而HBV母婴传播途径最为活跃的因素之一就是乳汁传播［2］。我

们就其母婴之间亲密接触及哺乳的乳汁是否具有传染性进行探究。通过检测母亲乳汁HBV-DNA和血清HBV-DNA来阐

明乙肝各种血清学模式的孕产妇两类标本HBV-DNA含量，从而对其相关性进行比较。 

??? 1? 材料及方法 

1．1? 标本来源? 109例乙肝孕产妇，均来源于2007年6月-2010年3月英德市人民医院门诊、住院患者，年龄18岁

~38岁，平均年龄27.2岁。抽取孕产妇血样于无抗凝剂试管，离心取上清液做乙肝两对半和HBV-DNA检测，用无菌

试管留取乳汁，离心，弃上层脂肪,取中层乳清进行HBV-DNA检测。 

1．2? 检测方法? 用ELISA法对乙肝血清学模式进行检测，试剂由北京万泰生物药业有限公司提供；对同一孕产

妇的血清HBV-DNA和乳汁HBV-DNA同时采用荧光定量PCR检测，试剂由深圳匹基生物有限公司提供，荧光定量PCR仪

器为MJ-OPTICON2全自动基因扩增仪； 

1．3 统计学方法 

应用t检验及X2检验分析组别间差异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 

1．4 干扰实验 

  选取乳汁5个HBV-DNA阴性的标本，在标本中加入5.00×105的标准品荧光定量PCR扩增，测定结果均大于4.95

×105，回收率均大于99%，可推断乳汁中干扰PCR扩增物质很少，不影响实验结果。 

2 结果 

 表2 ?各组不同血清学模式中血清、乳汁 HBV DNA情况如下： 

1组别乳汁HBV-DNA检测阳性率与2组、3组分别运用卡方检验两两比较X2值分别为33.82及16.51，P值均＜0.01，1

组别乳汁HBV-DNA检测阳性率与其他两组别比较，差异有显著性；2组与3组比较X2值为0.1， P＞0.05不支持差异

显著性。 

各个组别乳汁中HBV-DNA平均拷贝数运用t检验两两分析比较结果如下：组别1与组别2、组别3比较t值分别为

5.62、3.44，P值均＜0.01，差异有显著性；组别2与组别3比较t值为0.57，P值＞0.5，不支持两组乳汁中HBV-

DNA平均拷贝数有差异。 

由上述分析，在“大三阳”组别中乳汁HBV-DNA检测阳性率及平均拷贝数均大于其他组别。 

各个组别血清与乳汁中HBV-DNA平均拷贝数与运用t检验分析比较结果如下：组别1、组别2、组别3比较t值分别为

15.8、3.32、3.29，P值均＜0.01，差异有显著性，乳汁中HBV-DNA平均拷贝数均小于血清中HBV-DNA平均拷贝

数。 

 ?3? 讨论 

 ??? HBV-DNA是反映病毒在体内复制和宿主传染性的直接指标［3，4］，乙肝产妇母乳喂养是乙型肝炎通过母

婴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，孕产妇体内乙肝病毒感染状态直接决定母婴传播的发生率[5]，乳汁中含有HBV-DNA，

HBV虽为嗜肝病毒，但也侵犯其他细胞，淋巴细胞、精细胞中也发现有HBV-DNA的整合，早期乳汁中含有淋巴细

胞，HBV-DNA有可能在母乳的淋巴细胞中整合和复制，引起乙肝病毒的传播 [6] ，由于产妇与婴儿之间的母源性

关系及亲密接触，可以判断高病毒量乳汁是具有传染性的。尤其是HBeAg阳性乙肝孕产妇，表2数据指示，HBeAg



 

阳性组别（组别1）中，乳汁HBV-DNA阳性率及平均拷贝数与其他两组比较差异均有显著性，组别2与组别3比较不

支持有差异性，资料记载HBeAg和Dane颗粒出现的时间相平行，且HBeAg与病毒DNA多聚酶在循环中的消长动态也

基本一致。HBeAg阳性可作为体内HBV-DNA处于复制状态及血清具有传染性的一个标志。实验组别中“大三阳”的

孕产妇乳汁、血清中均存在较高浓度HBV-DNA，具有较高的传染性，母乳喂养会提高乙肝感染的风险。 

  在三组血清标志物阳性模式中，同一组别血清HBV-DNA的平均拷贝数与乳汁HBV-DNA平均拷贝数经t检验均得

P<0.01，差异有显著性，乳汁HBV-DNA浓度低于血清HBV-DNA浓度，通过干扰实验测定回收率可排除乳汁有干扰

PCR扩增物质的设想，虽然乳汁HBV-DNA含量较低，但婴儿长期接触，一旦婴儿消化道黏膜因炎症发生水肿或黏膜

破损，母乳中的乙型病毒仍然可能通过毛细血管进入血循环而引起感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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